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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德国人非常注重小学入学的准备工
作，认为“无论身处何方，开始上学都
是人生大事，需要认真准备和庆祝”。

明确家长的责任。德国是法治国
家，法律对于小学入学有比较明确的规
定。比如，满6周岁的儿童必须进入小
学接受义务教育，同时，学校要在官方网
站上公布《入学手册》，告诉家长需要了
解的详细信息，包括孩子入学需要准备
的清单。比如，德国要求儿童上学
穿运动服，这需要家长提前购置。

重视小学入学仪式。仪式最大
的作用是让儿童感到上学一事意义
非凡。在德国，为上学而准备的文
具和礼物以“学校锥”的形式呈
现。“学校锥”是一种外形为圆锥体
的硕大礼物套装，每个孩子在上学
第一天都会得到一个父母赠送的

“学校锥”。“学校锥”可以是家庭自
制的，也可以在学校附近的商店买
到。许多小学在开学第一天会
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家长
要着正装出席，每个孩子
拿着自己的“学校锥”，

带着欣喜和好奇开启学校生活。开学典礼
后，学校和社区还会举办聚会，介绍孩子
互相结识，促进家长彼此沟通。

注重幼小衔接。德国一些日托中心将
制作“学校锥”作为最后一场活动。由于
小孩子对礼物难免有攀比心理，日托中心
会告诉家长如何应对孩子随之而来的攀比
行为，有意识地为儿童升入小学做好心理
上的准备。

德国：遵法依规注重仪式
举行隆重庆祝仪式，凸显小学入学在人生成长中的意义

新加坡非常注重新学期的调试工
作，学校和专业机构都会提供一些学
前指导，家长也会配合学校做好以下
五件事。

邀请亲朋好友分享在小学的经
历。由于成年人对小学的回忆可能太
过久远，学校和专业组织会建议家长
为孩子安排一场游戏类的聚会，邀请
孩子的朋友和家有小学生的亲戚与邻
居参加，这对孩子积极投入新生活具
有重要的作用。

参观学校并参加迎新会。一些学
校会在正式开学之前邀请家长和孩子
参观学校，向他们介绍学校的情况。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招揽生源，另一方
面有利于家长和学生做好学前准备。
许多学校还会在正式的开学典礼之
后，办一场迎新会，将儿童介绍给学
校教师和他的同学，帮助他们尽快熟
悉。学校也会积极邀请家长参与迎新
活动，目的是帮助家长们建立友谊，
同时与教师保持良好沟通。

与孩子一起准备必需品。让儿
童参加小学一年级的准备工作会给
他们一种责任感，因此，新加坡的

家长会在学校的指导下，带孩子去书
店购买必要的学习用品。父母在和孩
子选购学习用品的时候，聊一聊学习
的主题和学习方法等，有助于在轻松
的环境与氛围中帮助孩子形成关于学习
的概念。

帮助孩子逐步调整作息。对儿童来
说，上小学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早
起。新加坡的学校会提醒家长做好入学
前期调试工作。家长会被告知，为了避
免迟到，在开学前一个月，就需要调整
孩子的日常生活，以便孩子有足够的时
间准备上学。

入学后一个月内开展持续追踪。新
加坡入学指导的最大特色，是将入学后
的第一个月纳入入学指导范畴。学校会
指导家长关注孩子对学校生活的适应程
度，如能否顺利地从食堂订购食物、孩
子的课后安排是否到位、孩子的学习态
度是否积极等。此外，家长还要经常与
孩子沟通，如放学回来问，在学校过得
开心吗？有哪些新鲜和有趣的事情？这
样的持续关注不仅能让孩子获得更多的
安全感和信心，也可以避免意外事件发
生，从而防患于未然。

新加坡：家校合作提供保障
家长积极配合学校，为儿童融入学校和社会打好基础

在体育强国德国，历年必
办的联邦青少年运动会将于本
学年迎来范式转换，从竞技属
性转向教育属性。德国学校体
育试图在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青少年体育三者的良性互
动中走出一条育人之道，把学
生运动盛会打造成为各校的文
化盛典。

参赛热情取代竞
技焦灼

联邦青少年运动会创办于
1951 年，由德国联邦家庭
部、各州文教部长常设联席会
议、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
办，德国田径协会、德国游泳
协会、德国体操联合会协办。
作为德国最高教育决策机构，
各州文教部长常设联席会议于
1979年10月26日作出决议，
要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必
须举办该活动，所有1—10年
级学生必须参加，根据竞赛成
绩，按3∶5∶2的比例，颁发
参与证书、获胜证书、荣誉证
书，每份证书要写明学生的姓
名、参赛项目和成绩。

该赛事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国家性。这项赛事由联邦
政府与各州政府主办，荣誉证
书由德国总统签署。二是全国
性。这项赛事实现了所有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全覆盖，各体育
团体悉数参与。三是民主性。
赛事保障1—10年级学生全员
参加，无论家庭背景与学业成
就如何，自2015年起，还全
方位接纳残障学生参赛。赛事
的初衷在于，既激励学生对健
身的热情，又激发学生对国家
的认同。

这项学校体育盛事，在
72年的历程中实施过两次重
大改革。2001年，赛事的三
大传统体育竞赛项目由短跑、
跳跃、投掷改为田径、游泳、
体操，改变原先单一的竞技式运动，形成参与式、竞技
式、全能式并存的格局。2021年，联邦青少年运动会委
员会作出决议，取消标准化积分榜。小学生能跑多快、跳
多高、抛多远、游多久，不再以秒表与标尺来衡量，而是
设定成绩阈值。孩子的运动表现也不再以全国绝对值来衡
量，而是参照本校年级相对值。

个体进步重于比赛名次
上述两次重大改革均直面联邦青少年运动会之痼疾：

赛制强制化、赛事专项化、赛绩标准化。随着今年秋季新
学年的到来，联邦青少年运动会宣告再次进行改革，这也
造成了一些争议，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其一，体育评价
注重个体还是赛事；其二，体育锻炼着眼一时还是一生。

就体育评价而言，竞技运动具有的对抗性与功利性取
决于其规则性，即参照国际与国家体育竞赛规则而制定评
价标准。新一轮改革强调参与性，判定成绩就不可一锤定
音，而是允许多次尝试，以激励学生获取最佳表现，尤其
是在田径项目中。体操与游泳这两大项目只要求学生完成
规定动作，对动作的质量如速度、力度、难度等不予评
价，这是个体内差异评价法，重视学生个体的运动技能基
础，强调个体所取得的进步而非个体所获得的名次。个体
性是德国小学体育课评价的三大维度之一。

就体育锻炼而言，激发学生运动热情，不能仅靠一天
的运动会，也不能依赖小学每学年120个课时的体育课。
德国3—17岁的儿童中，6%患有肥胖症，肥胖率在10年
内增长了33.5%，八成学生体育锻炼不足。尤其疫情期
间，1/6的儿童体重有所增加，不少儿童出现中度以上心
理异常。参与式运动具有多样性，学生可以自主选择适合
自身体能的项目，并在日常训练中，通过为参与这项赛事
做好长期准备的学校体育课而循序渐进地达到平均水准。
健身亦无须受制于专业运动器械与专业运动场馆，时时处
处皆可锻炼，学生由此可养成终身健身习惯。这不啻为德
国青少年体育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积极回应。

育人属性超越选材功能
各州文教部长常设联席会议于2023年2月9日作出

决议，把2001年出台的国家计划“运动友好学校”更名
为“运动促进学校”，意味着运动不再仅限于体育课，而
须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国家计划的更名与联邦青
少年运动会的最新变革，共同预示着德国青少年体育的范
式转换——由竞技属性转向教育属性。

联邦青少年运动会的教育属性集中体现于发展性与儿
童性。联邦青少年运动会委员会在决议中强调，充分认知
自身的体能与体育表现以及直面挫折，是个体成长的基本
组成部分，应该被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取胜的愉悦和挫
败的沮丧，是体育竞赛的常态，而参与体育运动是学生学
会接受输赢最便捷的方式。固然，孩子需要成绩，但绝不
能始终处于备赛状态，绝不能让体育陷入以分数论英雄的
淘汰机制。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学校提出一个新的教
育视角——敢于尝试并担责。以这个视角评价学生的体育
表现，就不能拿分数来衡量。显然，对自身体能正确估量
并对自身体育表现充分自信，有助于人格发展。联邦青少
年运动会既不是体育全国统考，也不是体育人才选拔，其
长远目标是促进学生发现自我、成就自我。

2021年8月2日推出的新版《联邦青少年运动会手
册》强调适宜儿童的原则。根据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小学
体育应注重兴趣化、多样化，而避免体育专项化。德国小
学体育课在1—2年级仅限于运动与游戏，3—4年级才增
添“体育锻炼”的概念。以游戏的形式，这项赛事逐渐把
孩子引向三大基础运动项目——田径、器械体操、游泳。
这三大运动项目亦体现了儿童成长的基础性——力量、平
衡、生存。通过简化评价并丰富内容，联邦青少年运动会
的改革方案鼓励各校设置非传统竞赛项目，把赛事化作学
校体育的盛会，把办赛视作重塑学校文化的契机，这呼唤
的恰是学校的坚守与创意，期待的是社团的协力与诚意，
考问的是政府的职责与决心。

（作者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德教育研究与协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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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迎来新学生。对于儿童，上小学无疑是
开启了人生第一段正式的求学之旅。为了帮助儿童
尽快适应学校生活，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入学前后
的指导。由于文化和传统的差异，各国的学前准备

与入学指导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如韩国的特点是从
礼仪学起。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小学生入学时会被告
知要尊重学长、向前辈行鞠躬见面礼。高年级的学生
会热情地为新生提供“校园导游”服务，并组织新生座

谈，给新生介绍学校生活琐事，帮助其快速适应学校生
活。俄罗斯受亚欧两种文化影响，既有老生迎新的传
统，也举办隆重的开学庆典。本文主要介绍英国、德
国、新加坡、法国的做法。

世界部分国家采取多样举措，做好小学入学指导和学前准备工作——

“花样开学”开启儿童求学之旅
郭元婕

英国开学指导专业化程度较高，这
对于儿童顺利步入新的学习环境有着重
要的作用。

英国人认为，无论是对幼儿还是对
其父母而言，开始上学都是一个激动人
心的时刻，只要稍加鼓励，大多数孩子
都能在学校轻松安顿下来，为学习和探
索做好准备。为此，英国儿童保育和幼
儿专业协会在其网站上提供相关链接和
资料，指导家长帮助孩子尽快适应学校
生活，同时指导学校做好相关工作。

安抚家长焦虑情绪。学校和专业组
织会在给家长的指导手册中写明，不必
为儿童能否适应学校生活而担心，“您
的孩子在开始上学之前不需要能够阅读
或者写作，您要相信，孩子们在开始上
学时就已经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学校
的学习，教师会熟练地帮助孩子在原有
水平上发展和进步”。

指导学校和家长应对儿童的不适应
状况。集中且规律的小学正规学习是对
儿童自由天性的一种挑战。一些孩子会
在开学前几天泪流满面，甚至抱住父母
的大腿号啕大哭，不让其离去。这往往
是家长最痛苦和心酸的时刻。但学校教

师会告诉家长：“请不要担心，这是很正
常的。虽然你可能会觉得离开他们很糟
糕，但他们会在几分钟内玩得很开心。”
有的教师会让家长站在孩子看不到的地方
观察其表现，通常离开家长的下一秒，孩
子就开始愉快地玩耍了。儿童在过了最初
的兴奋期后，会对日复一日去上学产生厌
倦。让孩子遵守纪律、按时上学，不是一
件轻松的事情。这时候就需要家长的鼓
励与支持。一些专业组织会给家长提供
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如持续与孩子讨
论他们在学校的感受，或者让孩子熟悉
并使用以周为单位的日历表。一些学校
则教会家长使用课程表来与孩子沟通学
习和生活事项。

指导家长和教师准确掌握学生的安全
状况。人身安全不被侵犯，是儿童保护工
作的一项重点。一些专业组织会重点指导
教师和家长如何科学地与儿童沟通在校生
活情况，以免儿童被伤害而不自知或者不
知如何告知外界。

指导家长为儿童入学做好准备。在校
独立生活是所有适龄儿童必需的技能，家
长有义务帮助其掌握，例如，练习穿校
服、整理玩具、收拾桌子、学习问候等。

英国：专业指导保驾护航
为家长和教师提供专业指导，应对儿童的“不适症”

法国小学通常不举办隆重的开学
典礼，儿童在开学第一天的任务就是
认识教师和同学、熟悉教室、了解校
规。法国小学生不会收到新教材，所
有课本都是从图书馆免费借的，一个
学期结束后必须归还。这种免费教科
书循环使用制度，在法国已经有百年
历史。

值得关注的是，法国小学开学极
具特色，可谓集浪漫与庄严、欢愉与
深刻于一体，其要旨在于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

爱法语。在法国，许多小学教
师会在开学第一课上告诉学生，“法

语是世界上最严谨也是最美丽的语
言”。一些小学会给学生讲述法国小说
家阿尔丰斯·都德所创作的短篇小说
《最后一课》，内容是在普法战争中被
普鲁士强行割占的一所乡村小学用母
语上最后一堂课的故事。小说通过一
个孩子的视角来展现整个沦陷区的屈
辱和法国人对自己故土的深切留恋。
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很特别，将屈辱与
荣耀一并呈递给儿童，让儿童理解并
牢记：“只要法语还在，法国就不会灭
亡。”

唱国歌。法国教师会告诉学生，
作为鼓舞斗志的战斗歌曲，《马赛
曲》 是法国人热爱和追求自由的赞
歌。许多小学会要求教师和学生一起
将《马赛曲》的歌词制作成壁挂，挂
在教室里。还有些小学将此项活动作
为第一堂课，向小学生讲解 《马赛
曲》 歌词的含义。许多法国家长表
示，当孩子哼唱着《马赛曲》放学回
家时，他们内心难掩激动，“毕竟是
法国人啊”。

挂国旗。在所有教室中挂国旗是法
国学校一项重要规定。从2019年9月
起，法国政府拨出专款，支持在全国每
间教室内悬挂国旗。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
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2021年度基本科研业务
费专项资金所级个人项目——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集团化办学
重大政策的比较研究[GYJ2021010]”
成果）

法国：爱国情怀深入人心
集浪漫与尊严于一体，在学生心中种下爱国的种子

前沿直击

环球视野

近日，非洲教育发展协会和非洲人力
资源组织召开线上会议，在联合国教育变
革峰会召开一周年之际，总结非洲各国基
础教育领域取得的进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教育
监测报告》和非洲教育发展协会发布的
《2022聚焦报告》显示，非洲许多学龄儿
童在10岁之前无法阅读基础文本。为了
应对这一挑战，12位非洲国家教育部长
组成非洲基础教育部长联盟，承诺对教育
进行重大变革。非洲基础教育部长联盟的
工作包括促进成员国之间的持续合作，密
切追踪各国教育改革进展。

在会议讨论中，马拉维教育部长表
示，为了推动基础教育改革，该国提出几

大措施，包括将学校供餐项目覆盖率从
35%扩大到100%，推动学校数字化转型
等，以便让更多人接受教育。

非洲教育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阿尔伯
特·恩森吉尤姆瓦指出：“联盟的成员要
充当变革的推动者，支持非洲各国的教育
部长加大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力度，这样
才能让所有非洲国家在政策层面巩固基础
教育的重要地位。如此，基础教育才能成
为后续各类教育学习的可靠支柱。”

联盟将在10月底举行的非洲教育发
展协会基础教育高级别政策对话论坛上，
进一步讨论最新的情况和进展，并通过同
行学习和交流助力整个非洲的教育改革。

（林婉婷）

非洲推动基础教育领域变革

环球快报

欧洲学校校长协会近日宣布，将于本
月开始向欧盟成员国提供支持学校数字化
转型的培训课程。

欧洲学校校长协会是欧洲学校校长
的专业组织，其成员是小学、中学和职
业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这是一个成员
之间交流经验、愿景和观点并推动诞生
新思想的组织，致力于相互学习、改善
教育。

疫情带来的挑战以及当今社会对教
育数字化的迫切呼唤，要求学校领导团
队提升制定和实施学校数字战略的能
力。为此，欧洲学校校长协会推出“数
字领导力：支持学校数字化转型战略”
项目，旨在帮助学校领导了解数字化转

型的复杂性，同时为教师和学生提供额
外的支持，以提高他们的数字技能。今
年3月，已有26名学员参加了在雅典举
办的为期 3天的培训，来自保加利亚、
希腊、塞浦路斯、葡萄牙和荷兰的学校
领导和合作伙伴分享了促进数字化转型
的做法。参与培训的学员探讨了如何建
立清晰的学校愿景和行动计划，数字化
教学、学习和评估的创新战略，基础设
施和设备，数字学习中的隐私、健康和
福祉等议题。

本月开始，该项目将向更多学校领
导和教师提供在线培训课程，其中包括
一个包含案例研究的互动学习课程。

（戴钰婷）

欧洲支持学校数字化转型


